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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青岛国信胶州湾交通有限公司编著的《青岛胶州湾隧道工程科研与实践》对青岛胶州湾隧道工程建
设中的各项科研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，全面展现了该隧道建设的理论水平和建设技术，全书共分5篇22
章。

　《青岛胶州湾隧道工程科研与实践》可供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运营管理人员参
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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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2.3.4隧址水文地质条件　　（1）水文地质单元　　根据地下水补给贮藏条件及水化学类型等特征
，可将隧区水文地质单元划分为低山丘陵基岩裂隙水分布区、低山丘陵松散岩类孔隙水分布区、滨海
基岩裂隙水分布区、滨海松散岩类孔隙水分布区和海域基岩裂隙水分布区。
　　两岸高程约5m以上基岩出露区为低山丘陵基裂隙水分布区，薛家岛岸低山丘陵坡麓和沟谷洼地残
坡积区为低山丘陵松散岩类孔隙水分布区，滨海地带海蚀洼地沉积层或人工填土属滨海松散岩类孔隙
水分布区，滨海地带低于高潮位的基岩分布带为滨海基岩裂隙水分布区，被海水淹没地带为海域基岩
裂隙水分布区。
　　（2）地下水径、补、排关系　　地下水运动主要受地形、地貌的控制。
在低山丘陵区，基岩裂隙水在降雨补给下，形成强烈的交替作用，地下水沿裂隙向低洼处汇流，常在
冲沟、山脚、陡坎处露出地表或渗流补给邻近含水层。
　　低山丘陵松散岩类孔隙水除接受大气降雨补给外，主要接受基岩裂隙水的侧向和顶托补给，并从
高处向低处汇流，排泄于沟口。
　　滨海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接受海水侧向补给，流向随海水涨落往复改变。
　　滨海基岩裂隙水既接受低山丘陵基岩裂隙水的侧向补给，也可接受海水补给，地下水运动缓慢。
　　海域基岩裂隙水接受海水垂直补给，地下水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不运动。
　　（3）地下水埋藏深度　　地下水的埋藏深度受地形控制较明显，从丘顶到海边渐次变浅。
在丘陵之山坡上，地下水埋深可以几米到十几米；在坡脚、山谷或洼地，埋深常小于1m或接近地表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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